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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台土告字[2023]003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2023]40001号批准，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
外）。本宗地可单独报名，也可联合
报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
效的数字证书（CA认证），登录浙江省

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tdjy.
zjdlr.gov.cn/GTJY_ZJ/），填报相关信
息，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参加
该地块的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竞得人
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
支付出让金总额的 50%，剩余的出让
金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2个
月内付清。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23年2月23日至

2023年3月15日。
2.报名时间：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竞买保证金缴纳
截止时间为 2023年 3月 24日 16 00
时）。

3. 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3年 3月 16日 9 00时，挂牌截止
时间为2023年3月27日9 00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
统记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浙江

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
间为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同时在台州市公共资源

交 易 网 站（https://tzztb.zjtz.gov.cn/
tzcms/）及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站(zrzy.zjtz.gov.cn）上公布。

2.办理数字证书（CA认证）服务
电话：400-0878-198；受理单位：杭州
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

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D幢
19层。

3.咨询电话：
（1）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业务问题：0576-88538871、

88538873
规划业务问题：0576-88900709、

88517653
手续办理问题：0576-88685126、

88685127

（2）台州市建设局：

房产预售问题：0576-88517633
（3）系统网络技术咨询：400-0878-

198
（4）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 30-

12 00，下午14 00-17 00
特此公告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23日

地块
编号

台土
告字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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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土地位置

台州市疏港
大道以东、
东海大道北
侧地块商住
出让项目

1.安置住宅位于1、2、3号地块，总套数不少于2930套，不多于2940套，住宅总建筑面积不低于386760平方米，户型建筑面积为132平方米，套型面积误差允许在±1.5%之间，由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回购，回购建筑面积单价为13500元/平
方米，回购套数不少于2930套，不多于2940套。2.商业购物中心位于4号地块，受让人须建设并自持集中式商业地上建筑面积不低于65000平方米；如需做地下商业，地下商业须自持，建筑面积不高于15000平方米。商业自持部分根据

《疏港大道以东、东海大道北侧地块开发建设和运营协议》执行。3.配建“九大场景”专属经营用房：1号地块配建建筑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2号地块配建建筑面积不少于1150平方米，3号地块配建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由台州
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回购建筑面积单价为6000元/平方米，回购建筑面积合计不少于1650平方米。4.配建安置住宅地下机动车标准停车位（非人防车位），由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回购，回购车位单价100000元/个；回购数量
不小于2240个，不多于2500个。配建商业购物中心和安置住宅地下机动车人防车位，无偿移交给台州湾新区管委会指定单位，其中安置住宅人防车位无偿移交数量不小于900个。

用地面
积（㎡）

224891

出让面积(㎡)

224891平方米（1号地块：52887平方米，2号地块：
87423平方米，3号地块：39282平方米，4号地块：
45299平方米。地下空间出让用地面积为226251

平方米，其中1-4号地块地下空间面积224891平方
米，经五路地下空间面积520平方米，纬一路地下
空间面积520平方米，规划道路三地下空间面积

320平方米。）

出让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零售
商业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面积(㎡)

＞247541平方米且≤493060平方米，其
中：1号地块＞52887平方米且≤121640
平方米，2号地块＞87423平方米且≤
201072平方米，3号地块＞39282平方
米且≤90348平方米，4号地块＞67949
平方米且≤80000平方米，4号地块地下

商业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

建筑
密度

1、2、3
号地
块≤
30%，
4号地
块≤
55%

建筑高度

1、2、3号
地块≤60
米（其中
居住建筑
≥36米且
≤60米），4
号地块≤
40米

容积率

1、2、3号
地块＞
1.0且≤
2.3，4号
地块＞
1.5且＜

1.8

绿地率

1、2、3
号地块
≥30%，
4号地
块≥
20%

出让
年限
(年)

城镇
住宅
70年、
零售
商业
40年

挂牌起始价(万元)

197200万元，其中1-3号地块（城镇住宅）出让起始价为
173300万元；4号地块（零售商业）出让起始价为23900万元。
以13500元/平方米回购1-3号地块安置住宅，回购套数不少
于2930套，不多于2940套，套型面积为132平方米；以100000
元/个回购安置住宅地下机动车标准停车位（非人防车位），回
购数量不小于2240个，不多于2500个；以6000元/平方米回购

“九大场景”专属经营用房（合计不少于1650平方米）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9440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及开发建设协议：详见台自然资规条331001202300001号、《疏港大道以东、东海大道北侧地块开发建设和运营协议》。

台传媒记者章 浩 实习生施青含

腿脚受伤后，很多人需要轮椅等辅助器
具才能出行，如果花钱买，难免会出现康复后
闲置、浪费的问题。为满足短时行动不便的伤
者、患者以及残疾人群体对辅具的需求，去年
年底以来，全市各地残联相继在辖区内设置
共享辅具爱心驿站，提供辅具免费借用服务。

昨天，记者从台州市残联康复指导中
心了解到，目前辅具爱心驿站已覆盖至全
市各个县（市、区），线下服务站点达27个。

扫扫码就能免费借

前段时间，温岭太平街道卖鱼桥社区

的金女士不小心摔倒，伤了脚踝，无法行
走，恢复期大概要两三个月。她觉得花几百
元钱买把轮椅挺浪费，就向周围朋友打听
有没有地方能租借。

让她没想到的是，卖鱼桥社区内就有
个爱心辅具智能柜，离她家仅几百米距离。
随后，她的家人从智能柜里免费借出了一
把轮椅。

“爱心辅具智能柜是去年12月安装到
卖鱼桥社区，里面有轮椅、单腋拐、拐杖、四
脚拐、助行器等 5种辅具。”温岭市残联党
组成员、副理事长马琳介绍，像这样的智能
柜，目前温岭共有 4个，另外 3个分别位于
温岭市行政服务中心、温岭市体育中心和
温岭时代广场。

2月 20日，记者站在卖鱼桥社区的爱
心辅具智能柜前，按照柜子上的操作说明，
扫码付了 50元押金，不到 2分钟就借出了
一根拐杖。

马琳说，为了让辅具充分流动起来，设

备厂商在智能柜系统里设置了借还规则，
每位借用人最多能同时借2件不同类型的
辅具，借用时长为一个月，如果市民有需要
可以重新借。

“从系统后台看，卖鱼桥点位的借还次
数最多，两个多月来，有10多名街坊邻居来
借过。”马琳告诉记者，接下来温岭市残联
会陆续增设智能柜，根据使用反馈完善管
理系统，让智能辅具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

让辅具“动起来”

其实，辅具免费租借在台州并不是新
鲜事。早在 2018年，台州市残联就推出了
爱心驿站辅具租借服务，之后这项措施便
向各县（市、区）进行推广。

去年，为了加快推广进度，市残联发
出了“关于开展公益性康复辅具爱心驿
站等残疾人康复服务载体建设”的通知，
并出台了公益性康复辅具爱心驿站建设

标准。
按照要求，每个爱心驿站都需以当地

人口比例配置辅具，配置清单包括轮椅、腋
拐、四脚拐、助行器等；配置至少1名专职或
兼职辅具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最好经过辅
具技术培训或具备辅具适配服务能力等。

“温岭的智能柜在全市是少数，更多的驿
站是由管理人员来负责运行和提供服务。”市
残联康复指导中心负责人表示，管理人员日
常要做好辅具租借和归还的登记工作，还要
主动简明地向市民解释辅具如何使用。

该负责人说，这些驿站大多分布在
公共便民点位，包括卫生院、商场、社区
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等地。以温岭为
例，除了智能柜，其他辅具爱心驿站则分
布在各乡镇（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等人
流密集区。

她说，今年全市将继续推广该举措，计
划新增40家共享辅具爱心驿站，满足更多
市民的辅具借用需求。

市民扫扫码或填张表就能免费借到轮椅、拐杖

27个共享辅具爱心驿站覆盖全市

本报讯（通讯员杨舒媚）“如果没有你，我女儿的户口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迁回来！”2月23日，吴女士在电话
里，对仙居县公安局横溪派出所的户政员郑辉连声道谢。

吴女士是横溪镇上陈村人。2月20日，她到横溪镇便
民服务中心户籍窗口咨询，称女儿小徐多年前为了方便
上学将户口迁到了云南昆明，现在大学毕业就想把户口
迁回仙居。但小徐目前在金华工作，无法抽身去云南办理
相关手续。“事情一直这么拖着，我不知道该咋办？”

“您别担心，目前对城镇居民落户放宽了政策，您女
儿符合条件，可以把她的户口迁回到镇里的集体户。”听
吴女士说了情况后，户政员郑辉安慰道，“小徐抽不出身，
可以出具委托书，由您代为办理。至于能否网上办理，我
需要和云南的派出所联系才能答复您。”

2020年，“长三角户口一站式跨省迁移”已经实施，但
只限上海、江苏、安徽、浙江这 4个省份。其他省份的话，
需在全国跨地域户口迁移信息联网查询系统上能查询到
信息，才可以享受“一地受理、网上迁移”。

为此，郑辉第一时间联系上小徐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
户政员宁兴。后者按照郑辉给的信息查询，发现能够进行
核验。两人立即着手办理小徐的户口迁移手续，一天之内
就办结了原先可能要往返4000多公里的户口迁移业务！

“以前办理省外户口迁移，申请人需要在迁入地和迁出
地之间来回反复跑，耗时又费钱。”仙居县公安局行政审批科
副科长陈丹萍介绍，现在对于符合迁移条件的群众，只要在
迁入地申请准迁，其余所有手续，由迁入地、迁出地公安机关
一起，通过全国治安信息应用门户的跨地域户口迁移信息查
询系统和常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推送流转办理就行了。

仙居女子跨省迁户口
未曾想不用来回跑

本报讯（记者张梦祥）“你好，我被困在
高明寺后面的大山里了，请救救我！”2月22
日晚6时许，来自南京的游客顾女士因在天
台高明寺景区附近迷路，哭着报警求助。

“不要紧张，不要哭，我们等会就到！”
接警后，天台县公安局石梁派出所立即与
顾女士取得联系，边交代注意事项，边调配
警力赶往搜救。

“联系上后，她说自己一直在顺着小溪朝
下游走。但根据位置共享的信息，我们发现她
其实是走反了。”石梁派出所所长王笑慧说，
虽然有位置共享，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山中信号时有时无，也很难确定具体方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考虑到走失位
置山高林密，荆棘遍布，再加上天色已
黑，昼夜温差大，众多不利因素会给民警

的搜寻工作增添不少难度。时间拖得越
长，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民警立
即联系城东派出所和天台天安救援队，
共同参与搜救。

救援人员根据经验，整合信息确定大
致方位后，一边借助手电光在复杂的地形
中艰难行进，一边呼喊着顾女士，试图得到
回应。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搜救，大家终
于听到了顾女士的呼叫：“这里！我在这里！
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

经了解，顾女士听说天台风景优美，便独
自一人过来游玩。当天，她从石梁瀑布景区出
来后辗转来到高明寺，见寺后有一条石板路，
便一直沿石梯而下，直至没有路。想到自己经
常出去玩，总能找到下山的路，于是一路往深
处走去，直到彻底迷路才报警。

游客被困深山野林
警民夜里合力救援

台传媒记者李筱筱

这个冬季，受疫情居家、天气寒冷等多
种因素影响，市民家中的用电量与往年同
期相比飙升明显。记者走访发现，电费“节
节高升”的背后，一些市民的“马大哈”用电
习惯，无意间造成了电力浪费。

电力浪费屡见不鲜

“这个冬天，家里的空调几乎没关过，
电费单沉甸甸的。”家住黄岩区江口街道的
俞女士说，生活中的她还挺“马大哈”，晚上
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经常忘了关，直至
下班回家才发现。“最近这两个月的电费，

比平时翻了两倍多。”
采访中记者发现，像俞女士一样，人不

在家，长时间开着空调的市民挺多。还有一
些市民提及，出门有时忘记关灯、关电脑。

除了“马大哈”行为，还有一些电力浪
费源于不自知。椒江的王先生有两套房，
自搬进新房后，另一套旧房就处于闲置状
态。没想到闲置了半年多，电器也没使用
过，每月还产生了电费。到电力公司一了
解，原来是王先生家的电器待机，费了不
少电。

充电器用好了不拔，电视机、空调、热
水器常年待机，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日
夜开着……这些无意间浪费电的行为，比
比皆是。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那么，如何合理使用电器，杜绝电力资源
浪费呢？“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图方便，让电器
长时间待机，这一时方便的背后，造成了电力
浪费，且该现象十分普遍，看上去只是一点电，
但积少成多，对整个台州而言费电量还是蛮大
的。”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黄伟说。

他建议，家电长时间不使用，要及时关掉
电源，减少待机耗电，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同时，尽量使用高效率、低能耗的电器。

就市民较关心的空调如何省电问题，
黄伟提醒，夏季空调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
26℃，冬季空调制热温度设置不高于20℃，

这样既节能，也能确保人体舒适度。同时，
空调运行期间保持门窗关闭，非工作时段
空调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避免“看不见”的浪费，需要一种对资源、
能源“斤斤计较”的感情。黄伟表示，全市能源
消费总量不断上升，资源需求持续增加，节能
降耗形势十分严峻。市民要提高节约用电意
识，养成出门随手关闭电灯、切断办公设备电
源，杜绝白昼灯、长明灯、无人灯的好习惯。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此外，倡导全市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带头节电，践行绿色低
碳办公方式。提倡工商企业绿色低碳生产，
避免设备空载运行，有序使用高耗能设备，
鼓励具备空调负荷柔性可调可控的工商业
用户参与分钟级可调节改造。

市民应提高节约用电意识，养成良好用电习惯

不经意的电力浪费比比皆是
“关注身边那些被人无视的浪费”

近日，天台县坦头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坦头流管所、党员志愿者成立“春季护
航小分队”，开展普法宣传，解答外来村民在土地流转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扫清果
农的法律知识盲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台传媒通讯员余霁虹摄

护农暖人心护农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周子
凝）“老师，
请帮忙看一
下我输入的

数据对不对”“老师，这个零件的精度够不够”……2月21日上
午，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机电与模具工程学院的数控模具实
训室里，来自黄岩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正在数控机床
前，根据图纸，手动编制程序，将毛胚料加工成零件产品。

陶开元是黄岩一职高三年级20数控1班学生，通过层
层筛选，加入新一学期的实习队伍。“我所学的专业属于‘3+
2’中高职五年一贯制，按照以往，高三下学期我们要自己出
去实习。但今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大学的产业学院，熟悉
企业操作流程。”他说，2月20日是实习的第一天，当天他们
就按照企业的标准，每个人做了一个模具零件产品。

陶开元是黄岩人，打算毕业后到本地模具企业工作。
这次提前实习，对他而言挺重要。“我们这一批同学在台
科院实习，可以得到企业和大学老师们的指导，对个人技
能方面的提升有较大帮助。”

黄岩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应苏定介绍，以区域
制造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该校与台科院联合开展五年一
贯制办学，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培养。

“此前，我校高三学生最后一学期以实习为主。但经
过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实习内容与专业不符，有的
甚至是打零工，直接影响了之后两年高职学习。考虑到部
分专业性较强、有意向朝着本专业发展的学生实习需求，
我们就与台科院以及本土模具企业对接，在高三下学期
给学生安排入校入企实习。”应苏定说。

“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们将接受任务式实训，学习企业
标准化流程，对标企业岗位能力，提前感受企业的工作进度
和高校的学习氛围，从而较快地与个人专业、未来职业进行
无缝对接，提升个人专业能力和认可度。”他说，学校搭台，
提前安排学生入校入企实习是该校在中高职一体化学生培
养模式上的一次创新，希望以此能培养更多较高文化素质
和专业技术技能的专门人才，以服务台州本地制造业。

黄岩一职积极创新
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

让学生与未来职业
“无缝对接”


